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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讀中央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的蕭佩
茹，從小生長在桃園海陸腔客家話大本營

楊梅，國小一年級就接觸客家歌曲，並到處參加
比賽，曾在客家電視台「鬧熱打擂台」青少年組
歌唱比賽連闖二十關而登上關主，二○○一年則
獲得廣東梅州電視台舉辦的「全球客家妹形象使
者大賽」最佳才智獎。長相與聲音都相當甜美的
她，被視為客家音樂界的明日之星。

出身歌謠班 與老人一起唱

蕭佩茹的客家歌曲唱得好，要歸功於幼時紮實
的訓練。小一的時候，村裡土地公廟來了一個教
山歌的老師開班授課，那時蕭佩茹一句客語都不
會說，媽媽就把她送去上課，於是年紀還小的她
開始到歌謠班上，和一群老人家學唱傳統客家歌
謠。一開始她沒什麼興趣，後來參加了大大小小
的客家歌謠比賽，漸漸覺得客語有趣，才產生認
同。這個揚眉國際的女孩，就從楊梅的歌謠班開
始扎下了深厚的基礎。
蕭佩茹師承知名客家歌謠演唱家申梅蘭，兩人

顏志文嘗試用電吉他、貝斯及爵士鼓等現代樂器來表達
客家傳統。 （彭士捷／攝）

真》、殷正洋的《紅色信帖》以及高金素梅的《背
叛風情》，都是他作的曲子。
顏志文在年輕的時候便不斷地從事音樂創作，而

在一九九五年時知名的導演侯孝賢肯定了顏志文的
才華，並請他為電影《好男好女》製作配樂。而
《好男好女》正是描述一對客家夫婦在抗日時代的
故事，因此顏志文便想到加入客家的元素來製作配
樂，沒想到卻因此發現了客家傳統音樂與現代流行
音樂竟然也能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並能製作出
如此動聽的旋律。而《好男好女》的配樂也因此廣
受好評。
之後，顏志文陸續投入客家音樂創作，並以客語

「攀木蜥蜴」，也就是客家長輩責備調皮小男孩
的慣用語為名，在一九九七年成立了「山狗大樂
團」。並繼續進行創作及巡迴演出，為客家新音樂
注入了更年輕的活力。

現代樂器 展現客家特質

然而客家傳統民謠與現代流行音樂最大的不同到
底是什麼呢？顏志文認為，民謠是產生自老百姓的
生活，而語言和語調的不同，會造成不同族群間的
民謠在旋律上有絕對性的差異。另外，各族群在生
活環境上的差異也會影響音樂性質。客家人過去普
遍都是住在山區或丘陵地帶，因為空氣稀薄以及分
處不同山頭的關係，聲音必須要傳遞得夠遠，因此

客家民謠的音調都會比較高亢。

顏志文強調，任何不同的音樂都是可以做結合
的，但所謂的客家新音樂，關鍵就在於，作曲者能
不能夠讓欣賞音樂的人聽出它實際上是有結合客家
傳統元素在裡面，甚至於在製作類似電影配樂或廣
告音樂等等沒有歌詞的樂曲時，在沒有語言的暗示
下，要如何才能夠讓閱聽人分辨出它有客家的特色
存在，這才是兩者融合間所遇到的最大問題。而顏
志文嘗試用電吉他、貝斯及爵士鼓等現代樂器來表
達客家傳統特質，這正是不斷地試驗及揣摩才能夠
抓到的感覺，而這也正是顏志文之所以在發現現代
歌曲和客家歌曲可以互相結合時會這麼興奮的原
因。
對於顏志文的嘗試，朋友們的反應很兩極，有的

人就會覺得他很勇敢，不畏辛苦，敢朝這個方向邁
進，另外一些人就會暗示他這麼做是不值得的。但
比起這些評價，顏志文認為客家音樂發展最大的阻
礙其實是台灣的音樂環境，因為台灣的媒體太過市
場導向，以致於聽眾較少的客家音樂根本就沒有受
過重視，甚至於「客家」兩個字都已被過度地消費
及濫用，很多事情總是被掛上「客家」兩個字，但
實際上卻與客家毫不相干。但站在一個創作人的立
場，顏志文認為只要他對這種創作有企圖，並且有
唱片公司願意投資，那麼能不能從歌手變為歌星，
甚至於造成大流行，都不是他的第一考慮。
所以顏志文全心全意地投入客家新音樂的創作，

顏志文不只有樂團表演，也為電影製作配樂。（顏志文／提供）

合作過不少歌曲，多次在客家電視台的「客家新樂
園 Hot Music」合唱，她並常在各種客家活動中演
唱申梅蘭創作的歌曲「娘花」。後來也受邀錄製余
廣業的「尋一個庄下」、謝宇威「ㄤ咕ㄤ咕」客家
童謠專輯等，二○○一年更在台灣母語原創大賽以
「妳說過的話」這首歌入圍客語組。
在客語歌壇受到注目後，蕭佩茹也跨足主持工

作，曾在寶島客家電台主持過「客家真情節目」，
現在手上的節目則是「客家音樂磁場」，另外她也
是客家電視台「快樂來唱歌」外景主持人。

客庄出外景 客語突飛猛進

蕭佩茹說，剛開始接觸電台工作時，自己的客家
話還差強人意，但參與「快樂來唱歌」外景主持
後，因為要到全台灣各地客家庄出外景，和客家鄉
親經常接觸，客語突飛猛進。不過她坦承主持工作
沒想像中簡單，錄製第一集時就NG了二十幾次，不
是事前準備好就能撐住場面。
錄這個節目也發生一些好玩的事，例如很多熱情

的老一輩客家人看到她都會一直問「有沒有男朋

友」或者「嫁了沒、需不需要介紹」，甚至主動問
她要不要當媳婦呢。

溫馨客家圈 長輩照顧後輩

蕭佩茹認為自己不是個有野心的歌手，而且她看
得很透徹：「客家藝人再怎麼紅也不會太紅。」不
過她很喜歡客家音樂圈的氛圍，一方面，藝人因知
名度不是太高，依舊能保有自己的隱私權，另一方
面，由於客家藝人不多，所以前輩都很照顧後輩，
這種溫馨的互動讓她很感動。
提到最崇拜的藝人，她直接說出蕭敬騰這位在

「超級星光大道」挑戰賽贏了楊宗緯的歌手，尤其
是蕭敬騰的爆發力與搖滾的熱力最令她著迷的。至
於她心目中的燈塔是客家歌曲創作的前輩謝宇威。
蕭佩茹說他親切沒有架子，對待自己就如女兒般。
雖然年紀輕輕，但蕭佩茹已看到演藝圈和媒體界

裡較為黑暗的部分，她搖搖頭說：「很多勾心鬥
角，而我只能盡量不要被捲進去。」此外，她經常
受邀參加活動，很多明明很盛大的場面，報酬應該
很高，邀請者卻說沒有預算，她只能自我安慰：

「金錢唉，我還是會說算了沒關係。」   

蕭佩茹在客家歌曲界並沒有特殊的背景，除了靠
自己的努力，她很感謝在成長的路上有著許多貴人
幫忙。出身單親家庭的她，因為有母親的全力支
持，讓她能全力發展自己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
從國小起有位老師就常常帶她出去表演，並給她許
多機會，讓一開始站上台非常沉默的蕭佩茹，慢慢
累積經驗，到後來能應對自如。上了大學後亦有一
位客家籍教授，給了她機會站上很多場面很大的表
演，不僅舞台大、觀眾多，也因此認識了許多重要
人物。

不計較報酬 努力行銷自己

「有機會就一定要爭取，像人家問我『你要不要
主持？』，我就猛點頭一口答應。」一路走來蕭佩
茹努力行銷自己，不放過任何機會，參加過許多不
同的演出，主動接觸更多不同事物，遇到任何人都
主動去認識，讓更多人看見她。
蕭佩茹也把握著每個機會去過許多國家表演，如

南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到廣東梅州參加

這次的訪問真的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因為
以往我在客家議題上都不甚關注，因為我本
身並不是客家人。其實當初我是很排斥這項
作業的，但是當我知道有很多客家媒體人
是致力於「音樂」這塊的時候，我完全改觀
了。我很積極地找尋客家音樂人，因為我本
身是交大熱音社的一份子，所以當我找到顏
志文並且知道他答應讓我採訪的時候，我是
非常興奮的。
在做這項作業的同時，我明白了當記者的

辛苦。原來我們在網路上看到每一篇採訪
文章或是新聞報導，都是記者們花時間採
訪，再慢慢整理出來的結果。而實際上，
要完整地完成一份稿子，所要消耗的時間
甚至於比不停地打字且不斷地交替按下暫停
鍵和播放鍵還要來的更久。但我卻覺得很
有趣，因為我所呈現出的，是一個精采的
人生。他所經歷的，是我以前從未想像過
的熱血和堅持，願意為了傳揚客家文化而
拋棄了繼續走主流音樂玩搖滾然後爆紅的
機會。這對同是身為音樂人的我造成了極
大的震撼。在此，我再次向顏志文致敬！                                                          
 （彭士捷）

看見音樂人的堅持

■採訪側記■

十二月初，一個寒風刺骨的天氣，從桃園
南下的蕭佩茹，在交通大學正門口前向我揮
手， 笑容燦爛地說聲，「嗨，抱歉我遲到
了」，身旁跟著一群和他年紀相仿的朋友，
一點都沒有「客家小天后」的架子。
先前打電話連絡時本來有些緊張，不知道

該選擇哪個地點，沒想到蕭佩茹竟然直接說
「那就交大吧！」我好奇地詢問，原來是交
大鬆餅屋的吸引力讓她決定採訪與美食並
重，也從這個小地方看出她的貼心，讓我不
必奔波到外地去採訪。
「沒有想太多」是我對她的第一印象，爽

快答應採訪，而且就直接約在交大。見面
後，蕭佩茹像認識已久的朋友，不停說話，
輕鬆愉快的氣氛在交大校門口嚮茶茶飲二樓
招待室蔓延。
蕭佩茹對客家有很高的認同。她說客家人

曾經一直不敢說出自己是客家子弟，直到還
我母語運動後，開始有搶救並復興客家語言
文化的呼聲，後來又有寶島客家電台等客語
媒體成立，客家文化才逐漸被推廣。
僅管是客家音樂人，蕭佩茹並沒有被局限

在小圈圈。她覺得客家文化要更融入大眾，
譬如說在大家都愛的綜藝節目裡請主持人偶
爾說句客家話，這樣會比曲高和寡的電視台
好很多。採訪前做了一些功課，知道若一個
文化過度被推銷而排外的話容易發生衝突，
因此這個問題我也很想詢問受訪者，很開心
蕭佩茹給了很棒的答案。
我真的很幸運能採訪到不僅有氣質也有想

法，歌聲更是一流的蕭佩茹！。 （林凱元）

客家文化 需要更融入大眾 

■採訪側記■

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People 5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

顏志文帶領「後生重唱」樂團到台北表演。 
 （顏志文／提供）

「全球客家妹形象使者大賽」時，來自各地的客
家妹讓她記憶深刻，不僅每個人腔調大大不同，
各個也是萬中選一的美女，跳舞都非常厲害。同
樣身為現代客家年輕人，她認為年輕一輩已經分
不出是不是客家人了，普遍也都不會說客語，隨
著時代演進，有些珍貴的東西卻逐漸遺失了，她
也不知究竟是好是壞。
蕭佩茹相當認同客家，認為客家人就應該勇敢

說出自己是客家人。但同時她也表示客家電視台
不應該太過排外，而是融入各種不同的文化，否
則客家文化永遠不會擴展。另外她認為客家藝人
除了平均水平應該提高以外，更要透過一些新
穎的媒體傳播方式，增加表演平台與曝光機會。
「就靠你們交大傳科系了」，她笑著說。
她是蕭佩茹，熱愛唱歌，是楊梅的客家女孩！ 

她最期待的是有那麼一天，在青少年之間會說客
家話變成「很酷」的事情！

並連續出了數張專輯，包括《係麼人佇介唱山
歌》、《山狗大》及《阿樹哥介雜貨店》，但出
到第四張專輯《紙鷂》之後，他開始改變創作走
向，在歌曲裡面加入閩南語和原住民語等等。因
為他認為，最初發行的幾張客語音樂專輯都只能
算做宣示性的行為，就只是想要強調他就是屬於
客家人，而這種刻意的強調也只能表示自己是受
到不平等看待後所做出的不得已行為，其實族群
之間只要平等相待就可以了。顏志文強調，其實
歌曲不必分語言，甚至金曲獎也不必將客語獨立
成一個類別，只需要用音樂型態來區分就夠了。
而相較於台灣許多客家人不重視自己的族群文

化，曾經受邀到加拿大及美國等歐美國家表演的
顏志文表示，在國外，聽眾對於不同的文化反而
抱持著尊重跟興趣的想法，尤其是海外的客家移
民，對於來自家鄉的東西更是張開雙臂擁抱，根
本不需要特別宣揚什麼，幾乎到了照單全收的地
步，而這也是令他為台灣感到惋惜的地方。

招募新血 帶領後生重唱

有感於年輕的客家新一代對於客家傳統文化漸
行漸遠，顏志文在二○○八年提出了「後生重
唱計畫」，招募許多對客家文化有興趣的年輕學
子，並給予專業的音樂訓練，以配合現代樂器演
出的方式，組成有別於傳統的重唱組合，並到處
巡迴表演，開創客家音樂的全新領域。有趣的
是，後生重唱的成員中，並不是全部都是客家
人。顏志文表示，既然團隊是以表達客家文化為
主，那麼只要他們對客家文化有認同，是不是客
家人，根本就不是考慮的重點。
顏志文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揚真可以說是不遺餘

力。在將自己的音樂專業傳授給這些年輕學子的
同時，更是讓他們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使得這
些傳統文化瑰寶，得以延續。套一句顏志文所說
的話：「雖然我不會跟人到處宣揚客家文化有多
麼了不起，但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我從沒有懷
疑過我的客家血統，因為它是我的源頭。」

↑演藝圈生態複雜，蕭佩茹用笑容努力向上。 
 （蕭佩茹／提供）
←活潑開朗的蕭佩茹是客家歌壇中，極具潛力的新生代
女藝人。 （林凱元/攝）
←←多才多藝的蕭佩茹，是全球客家妹形象大使大賽最
佳才智獎得主。 （蕭佩茹／提供）

蕭佩茹
靚姑娘 躍上客家銀色舞台

能唱能主持

顏志文
傳唱客家新民謠■彭士捷／報導

離開主流創作

你能想像糖和鹽可以同時出現在同一道料理中
嗎？傳統客家民謠與現代流行音樂竟能如

此完美的結合，譜出撼動人心的優美樂曲。這也許
令許多音樂創作者望而卻步，但顏志文卻真的做到
了。

電影配樂 發現客樂新滋味

顏志文出生於屏東客家庄，從小便以客語和父母
及同輩們溝通，是個土生土長的客家人。從師大美
術系畢業後，到美國柏克萊音樂學院深造，主修
電吉他及現代編曲，是音樂科班出身。回國之後，
一直從事國語主流音樂創作。而只要是流行音樂他
幾乎全部都做過，包含流行音樂編曲、電影配樂，
甚至廣告音樂等等。像周華健的《我一直做得很認

顏志文於節目《客家新樂園》
中自彈自唱。�
� （顏志文／提供）

歌聲真摯動人的蕭佩茹，不斷在
歌壇努力，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 （蕭佩茹／提供）

■林凱元／報導


